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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前不久带队
中国高校代表团，赴奥地利考察。在
与国外学生交流的过程中，该中心副
主任程家财感受到了当地学生学中文
的浓厚热情，“很多学生想来中国留
学”。在他看来，这和学习者对中文
和中国文化有兴趣分不开，但更深层
次的原因是“大家有普遍共识——我
懂中文，在将来会更有竞争力，无论
是回到自己国家还是留在中国工作”。

程家财记得学生提给考察团的第
一个问题便是“我到中国学习，将来
能不能留在中国工作”。“这是现在学
生关注的重点。”程家财说，“由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主办的来华留学人才
招聘会的举办初衷，正和来华留学生
的这种需求相关。”

中文是关键竞争力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面向来华留
学生的招聘会，来华留学人才招聘会
去年举办第一届，至今已举办 4 届，
共汇集 88 家企事业单位，吸引了
8000 名来华留学生，涉及招聘职位

1200余个。“从企业的满意度回访表
明，招聘符合预期的企业达到参展企
业的90%以上。”程家财说。

在日前刚刚在京落幕的第四届来
华留学人才招聘会上，从早上 10 时
招聘会开始到下午4时结束，特变电
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招聘展台前，投简
历的来华留学生一直在排队。“没想
到会有这么多留学生，我们带的材料
都不够了。”现场负责招聘的特变电
工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李涛，
感叹自己从事人力资源工作 20 年来
感受到的变化，“中国的发展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国际化人才。”

当天上午，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
司收到的简历中，求职者的求职岗位
集中在“管理类”和“IT 类”。“对
于想在中国就业的来华留学生来说，
就业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文
水平。如果在中国就业，大多需要和
中国团队合作，较强的中文水平是自
身竞争力的核心。”李涛说。

正在用流利的中文和特变电工股
份有限公司的招聘人员交流的浙江宁
波诺丁汉大学的大学四年级学生唐伟

新，来自澳大利亚悉尼市。他从高二
开始学中文，目标便是到中国工作。

“几年前，我看到中国发展很快，就
开始努力学中文。希望到中国留学，
到中国工作，这些目标正在逐步实
现。”唐伟新说。

中国发展带来工作机会

据程家财介绍，今年1月，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外交部、教育
部联合下发了 《关于允许优秀外籍
高校毕业生在华就业有关事项的通
知》，允许符合条件的优秀外籍高校
毕业生在华就业 （无需工作经历），
为我国引进国际优秀人才进一步放
宽了条件。

正是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不少
来华留学生实现了在中国工作的愿
望。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米沙正在北京
语言大学攻读国际政治专业硕士，中
文说得很地道。他已经从求职者转变
为代表北京中油瑞飞信息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的招聘人员之一。“我去年通
过来华留学人才招聘会找到目前工作
的公司。虽然还没有正式毕业，但我
希望留在这个公司工作。”米沙从小
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 大学读的是
东方学专业，“中国发展很快，随着

‘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会有更多
的工作机会。”

同样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扎克斯，
正在中国石油大学读研究生，专业是
地质工程。因为专业性较强，在招聘
会上并未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但他
还是准备在中国找工作。“中国发展

非常快，工作机会多。”和扎克斯结
伴而来的一名同学接过扎克斯的话
说：“我们都希望在中国工作。”

企业看重双重文化背景

移动互联网创业公司北京途伴云
游科技有限公司首次参加招聘会，它
提供的多是实习岗位，吸引了不少正
在读大一、大二的来华留学生投递简
历。“有来自欧洲、亚洲、北美等地
区的学生来投简历。”该公司首席执
行官饶良说，“我们的公司在瑞士起
航，不少业务在国外。想借助来华留
学生的双重文化背景，放大他们的优
势，为我们拓展国际市场。”

和北京途伴云游科技有限公司一
起亮相招聘会的，还有科信必成医药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芯星通科技

（北京） 有限公司等十余家中关村科
技创新型企业。“这是招聘会的一大
亮点。前几届招聘会主要以大型企业
为主，今年参会的企业，有不少中小
型的高科技型企业。”对此“变化”，
程家财认为是“企业的发展需求”使
然。“这些高科技企业跟海外有很多
业务往来，产品也需要走向国际。来
华留学生具有双重文化背景和双语优
势，这些素质正是企业所需要的”。

“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正在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对国际化
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来华留学生作
为我国高校培养的国际人才，既了解
中国的文化和语言，又具备专业素
养，无疑是重要的人才资源 。”程家
财说。

2009 年的夏天，我第一次有
机会来中国，和高中同学—起去
了北京和山东。我还记得，北京
街边小吃的香气四溢，登上泰山
顶时“会当凌绝顶”的快意，以
及在泰安市的中学交到新朋友的
快乐。多亏了这个经历，让我在
开始学中文之前就有了这么美好
的时光。

学 中 文 的 过 程 让 我 大 开 眼
界，了解到了不同的文化。我上
高中二年级的时候，认识了我的
中文老师。这位老师对我影响非
常大。她举止端庄，声音中总是
洋溢着热情。在她的带领下，我
和同学们一起学习新的中文词汇
和语法。

参加中文课学习的学生，来
自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背
景。对大部分同学来说，这些新
知识都很陌生。尽管我们有着不
同的背景，老师仍然营造出了一
个能让大家一起探索和合作的学
习氛围。有一次，我们班需要介
绍中国的节日。我和两位伙伴决
定录制一部跟端午节有关的短
片。我们找到了一个小筏子，把
装饰后的船划进湖里，假装我们
在参加龙舟比赛，这激发了我们
的表现力和创造力。还有一次，
老师带我们班去达拉斯市郊的中
国超市。在那里，我们学到了各

种食物的名称，还试着用中文点
菜。中国超市让我了解到我居住
的城市里还有一个如此与众不同
的“小世界”。

高中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再
一次有机会来到中国。那时，我
用已经学到的语言知识，参加了
一个让人忐忑又激动的比赛——
第五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
赛。这是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经
历之一。在那之前，我从来没见
过那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聪明学
生。在比赛中，我发现学中文不
但让我有机会了解世界四大文明
古国之一的中国，而且让我有机
会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我
们在游览昆明时，彼此聊了很
多，原来每个人跟中文都有一段
不解之缘。因此，我非常感激汉
语桥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也感
谢汉语桥在比赛10周年之际再次
邀请我来中国。

现在我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东亚语言文明系读硕士，将来如
果有机会，我要用我的知识和经
历，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以及文
化交流。

汉语桥启发我们应该创造自
己的小桥——互相了解的桥、结
交朋友的桥。这样的桥能为我们
带来伙伴，共同面对世界的问题
和挑战。

汉语带我了解中国

研修团在抵达北京的第二天就体
验了汉语课程。初次接触汉语的奥斯
卡·巴拉哈斯是某商学院的教授，上
过汉语体验课后，他觉得汉语非常有
意思。“汉语真的是非常有规章的语
言，有文化传承在里面。”

坐在他旁边的何塞·马丁内斯早
就学过汉语。“我会说‘我叫何塞·马
丁内斯’，我还会写一些汉字呢。”说
起自己的汉语学习经历，他颇为骄
傲，“我觉得汉语音调很美，而且文

字特别有趣，构造奇特。汉语非常不
同，所以学汉语就像一场冒险，旅途
中能看到不同的风景。”

研修团中的哈维埃尔·拉米雷斯
虽主修经济与人类学，但他曾在墨西
哥国立自治大学的语言培训中心上过
汉语课。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开办有
孔子学院，他的汉语老师也曾来中国
进行专门的学习和培训，汉语水平很
高。对于哈维埃尔·拉米雷斯来说，
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的开端，便是在
汉语课堂上。“在汉语课上，我了解
到很多中国发展的进程，发现中国有
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这次研修之
旅，是哈维埃尔第一次来中国，“我
想来中国很久了，这次的研修对我来
说意义非凡。”跟随着研修团，哈维埃
尔参观了很多地方，从政府机构到企
业公司。当真正看到之前通过课堂认
识的中国时，他感触良多：“中国的发
展打破了我的固有观念，我们应该向
中国学习这些先进模式。”

对于汉语，哈维埃尔也有自己的
体会：“我们学习了汉语的语法，对
比汉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的语法、

语序等，我们会发现不同的思维方式
蕴含在其中。”与众不同的汉语和亲
切美丽的中国吸引着哈维埃尔，他还
想在中国“和中国学生一起学习，更
多地认识中国”。

文化相通让我们更亲近

除了汉语课，研修团还开展了很
多文化研修活动：参观故宫、首都博
物馆，体验茶道，还去北京中医药大
学了解中医药的历史发展……丰富的
文化体验活动让来自墨西哥的各位连
连惊叹，感慨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维克多·贡萨雷斯是一家制药公
司的总裁，他对中医药很感兴趣。谈
到中墨文化的相通之处，他说：“墨西
哥的传统医学和中国的传统医学有很
多相通之处，这对我来说很有启发。”

“在这里像在家一样舒服。”维克
多在中国的这些时日，亲身体会到了
中国人的热情好客，看到了中国人快
乐幸福的生活，他认为这些生活态度
和墨西哥人很像，让他倍感亲切。

关于文化相通，玛丽亚·加尔西
亚教授有更多话说。作为历史学者，
她从专业角度谈到对中墨文化的理
解：“我觉得这两种文化有相似之处！”
玛丽亚列举了一些例子，例如象形文
字等。“我们应该向中国学习，重新重
视自己的传统文化。”

为“汉语热”搭建平台

走进中国，领略中国魅力。研修
团的很多人都有迫切学习汉语的渴

望。贝特尔·桑切斯在墨西哥国家艺
术博物馆任职，参观中国的博物馆
时，她在心里“哇哦”连连。“我简
直有太多话想说了。”贝特尔激动不
已，“中国传统建筑非常漂亮，我为
这些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中国建筑着
迷。”她说，“我想下个月留在中国继
续参观，甚至想在中国进行专门的学
习。”

卡洛斯·维古利教授所在的蒙特
雷科技大学还未开办孔子学院，但是
他们也有研究中国的项目。他认为，
汉语教学需要尽快提上日程，可以从
为蒙特雷科技大学的分校开设孔子课
堂开始。

不仅是研修团的成员燃起了学汉
语的激情，事实上，墨西哥已经掀起
了“汉语热”。

据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的欧
菲丽亚·拉米雷斯女士介绍，目前墨
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等都开办了孔子学
院，不仅有语言专业课程，还有公共
课程，不仅中文专业的学生来学习，
其他专业甚至社会人士也来学习汉
语。孔院组织的汉语项目的报名人数
每年都在增加，还会将选拔出来的人
才送到中国交流研修。欧菲丽亚说，
墨西哥派到中国进行交流和研修的学
者们在回到墨西哥之后，会组织会
谈，并且出版研修和会谈的研究成果
——《中国之行》。

“孔院是推动汉语学习的第一动
力。” 随着“汉语热”在墨西哥的发
展，欧菲丽亚期待，未来墨西哥各界
能和更多中国机构开展深层次的交
流。

中秋佳节刚过，九九重阳又
至。

今年的 10 月 4 日也就是农历
的八月十五，是中国的中秋节，
也是韩国最隆重的节日“秋夕
节”，我给学生们布置的作业是，
把苏轼 《水调歌头》 中的“人有
悲欢离合，月有阴睛圆缺，此事古
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逐
字用韩语标注音和训，然后分小组
用汉语和韩语朗诵并解释其中的
大意和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学生
们的学习积极性很高。

对于外国学生来说，要读懂
和理解中华古典诗词不那么容
易，但把这些经典的诗词与传统
节日结合起来理解就容易多了。
因为中国的传统节日大都与历史
人物、传说故事有关，比如端午
节是为了纪念诗人屈原，中秋节
有嫦娥奔月的传说、七夕节则讲
述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与
这些节日相对应的，也就产生了
不同的节俗，例如除夕守岁、元
宵观灯、端午竞舟、中秋赏月、
重阳登高等。这些节日不仅承载
着悠久的中国历史，更蓄含着丰
厚的中华文化。一代代诗人用他
们的笔描绘着节日的多姿多彩与
人们对生命的感悟、对理想的追

求。
我对诗词的选择尽量贴近学

生们的兴趣爱好和情感需求。比
如，王安石 《元日》 中的“爆竹
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描绘家家户户迎新春的节日
习俗。辛弃疾 《青玉案·元夕》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
雨……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描
写了元宵之夜花灯怒放，人们倾
城狂欢，美不胜收。最后一句欲
言未尽，成为千古佳话，给人们
留下广阔的解读空间。

中国的传统节日起源于古代
的农耕文化，节日中蕴含着不同
的主题，并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
的文化基因，这些诗词不仅给节
日染上浓浓的诗情画意，更是中
华传统文化与思想精髓的表达。
在海外教授华文，最大的快乐就
是在传统节日来临之际与学生们
一起吟诵中华诗词。在多元文化
相互交流的当代，外国学生在赏
析这些诗句的过程中体会着中华
民族的风俗习惯、哲学思想、思
维方式和审美情趣。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外派汉
语教师）

汉语是亲近中国的金钥匙
——访墨西哥青年领袖来华研修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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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中文而来

更为中国发展而来
□ 本报记者 赵晓霞文/图

墨西哥青年领袖来华研修团正在体验汉语课

扎克斯 （左一） 和同学在招聘会现场扎克斯 （左一） 和同学在招聘会现场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招聘台前排起了长队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招聘台前排起了长队

近日，孔子学院
拉美中心与墨西哥国
立自治大学孔子学院
合作，组织18位墨西
哥青年领袖赴华开展
研修项目。


